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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的红色铁军文化薪火相传，铸就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品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重建军部，盐城
成为华中抗战的军事、政治和文化中心，刘少奇、陈毅、粟裕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战斗、生活，无数盐阜儿女前赴
后继、浴血疆场，谱写了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新四军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座反映新四军八年抗战、十
年征程的综合性纪念馆，2023年1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考察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这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给予老区人民极大鼓舞，激励广大干群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赓续奋斗。

作为昔日新四军浴火重生的地方，盐
城对于新四军红色资源的收藏、保护从未
间断。从1986年新建新四军纪念馆，到每
隔10年的重建军部大型纪念活动，从新四
军将领的文物收藏，到各类纪念铁军的文
化活动，盐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红色
铁军文化相辅相成。

2月29日，盐城中学校友、深圳思勤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茅矛，将自己在
美国“海淘”的日军侵华实物“凯旋纪念杯”
捐至新四军纪念馆。日军侵华罪证再添一
条。

远在异国他乡的杂货铺里，如何一眼
就能看出日军侵华罪证？茅矛告诉记者，
这得益于家乡开展的红色革命教育。作为
从盐城走出去的学子，他从小就知道抗战
之时日军对盐城犯下的罪行，更知道新四
军在家乡开展抗日的光辉历程。

“我从媒体平台上看到了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新四军纪念馆的新闻，这套‘凯旋纪
念杯’留在馆内，应该可以起到很好的教育
意义。”茅矛说，他现在定居美国，离家越
远，家的概念越发清晰。捐赠文物，是希望
以史为鉴、珍惜和平。

作为全国唯一的新四军全史馆，新四
军纪念馆是许多新四军文物收藏的不二之
选。4月8日下午，乔信明将军文物资料捐
赠仪式暨共产党人的信仰就像“掩不住的
阳光”座谈会，在新四军纪念馆召开。29
件珍贵的文物资料，由乔信明将军亲属捐
赠至新四军纪念馆。乔信明之子乔泰阳将
军分享了长篇历史纪实小说《掩不住的阳
光》背后的传奇故事。

“我们将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
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
时代文物工作要求，守正创新，着力提升
新四军革命文物保护管理和传承利用水
平。”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朱卓告诉记者，
该馆将高质量编制规划，加强新四军革命
文物的保护利用，举办高质量精品展览，
创新特色宣教，讲好革命文物的故事，高
质量推进革命文物“数智”“融合”发展，把
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通过革
命文物，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凝
聚中国力量。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参与
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学习红色文化，传承
革命精神，深植爱国情怀，让红色基因代
代相传。

3月29日下午，盐城市第一小学举行
“青山埋忠骨，清明祭英烈”扫墓仪式。该
校“陈毅”“潘黄”等六个英雄中队来到潘
黄烈士陵园，聆听烈士生前革命故事，向
烈士敬献鲜花。

潘黄街道因纪念新四军烈士潘克、
黄炜而得名，潘黄烈士陵园是为纪念潘
克、黄炜等86位烈士而建造的陵园。在
盐城，有 128 个镇村以烈士的姓名命
名。昔日先烈为人民而战，今日人民的
家乡冠上烈士的名字。

盐都区郭猛镇，同样是以烈士命名的
乡镇。该镇从去年开始，尝试创新搭建

“理论讲堂”，以大众化的传播方式、通俗
化的语言表达，让党的创新理论宣讲浸润
红色历史、富含传统底蕴、搭上数字快车、
走进广大群众之中。成立郭猛宣讲团，深
入基层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宣讲38
场，开展“周六大讲堂”活动32期，编排淮
剧表演唱、打鼓说唱、小品等形式文艺宣
讲作品5个，编撰出版《郭猛传》《烽火征
程》等红色书籍10余本，用艺术化手段提
升红色宣讲的感染力。打造红色“实境课
堂”。其中郭猛烈士生平展馆、夏明朗烈
士陈列室、郭猛烈士陵园、红色文化广场
等阵地作用突出显现。举办《郭猛传》首
发式，先后组织“铁军魂 盐城红”“强国复
兴有我”等实境主题宣讲30余场，用宣讲

之声传递党的声音，从红色文化中凝聚奋
进力量。办好线上“云端学堂”。整合“红
色郭猛”“朗声郭猛”等新媒体平台，将发
生在郭猛大地上的革命故事、发展故事、
百姓故事植入新媒体作品，《红色传承映
初心》等红色宣讲主题短视频被各级媒体
广泛转发，浏览量破百万，创塑郭猛红色
之乡的流量化宣讲品牌。

人民对先烈的纪念，不仅仅是用烈士
命名镇村，而是持之以恒地开展各类活
动，将英烈之名融入当下生活。4月 1
日，滨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颁发张豪《烈
士证明书》，烈士胞妹、耄耋老人张登玉
委托三个女儿陆平、陆芹、陆艳华回赠

“情系英雄”匾，并向“中国好人”、江苏省
道德模范、滨海县新四军研究会会长徐
振理赠送“三代寻亲终圆梦、履职尽责慰
英魂”锦旗。

“为了寻找张豪烈士的踪迹，我们查
阅了军史、师史、团史、战友回忆录等资
料，比对各处关于张豪烈士的信息，由此
确认他的牺牲日期。”徐振理告诉记者，最
终在滨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大力支持
下，完成了张豪《烈士证明书》的更正、换
发。作为来自民间的力量，包括徐振理在
内的文史研究者，不断地挖掘新四军史
料，开展帮助烈士寻亲等各类活动，作出
应有的贡献。

6月3日上午，在雄壮的新四军军歌声中，
位于盐南高新区的铁军娃幼儿园开始一周的
升旗仪式。身着军装的升旗手，高举国旗走上
升旗台，在全园孩子羡慕的眼神中升起国旗，
全园孩子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铁军娃幼儿园创办于2001年，坐落在盐
南高新区铁军路9号，在23年的办园历程中，
该幼儿园先后获得“江苏省优质幼儿园”“江苏
省平安校园”等荣誉称号。该园是我市首家以
铁军文化为内涵建设方向的幼儿园。将新四
军革命精神教育，融入幼儿园的特色课程中，
让红色基因根植于孩子的内心，生根发芽、助
力成长。

5月30日，盐城市2024年“盐净护苗 伴
爱‘童’行”“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活动启动。
用红色文化滋养未成年人的精神世界，是“绿
书签行动”的应有之义。活动中，江苏省青年
讲师团成员、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青年记者李
林彦，通过《给青春染上厚重的“中国红”》宣
讲，讲述了新四军先烈青春报国的感人事迹，
也讲述了报业集团三代记者接力、挖掘报道红
色文化的故事。

4月30日下午，在盐城中学艺术中心的
舞台上，“铁军魂 盐城红‘红动馆校’”主题思
政课活动正浓情上演。来自新四军纪念馆的
讲解员潘晨霞、颜娜、陈惠敏倾情演绎红色情
景剧《一件旗袍的故事》，再现华中鲁艺烈士王
海纹为理想信念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热情讴
歌革命先烈在盐阜大地上以信念为梁、血肉为
砖，铸就一座座巍巍高山，谱写出一首首理想
颂歌。台下学子掌声雷动，备受鼓舞，发出铿
锵的青春誓言：“青年怀壮志，立功正当时。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

在广袤的盐阜大地，关于新四军革命精神
的故事，正在一代又一代地传唱。盐阜儿女的
精神底色上，浸透着这一抹铁军红，走向四面
八方，迎接美好的未来。

“四色辉映看盐城”系列报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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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不住的阳光》创作提纲原件。

2024中华龙舟大赛(江苏·盐城站)，将于6月9日至10日在大洋湾景区龙舟基地举行。为将赛事宣传和城市形象推介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体

育与文化、旅游交融，“借赛荐城”，展示盐城的魅力和活力，本报今起推出4个文图整版，以“红色铁军文化，铸就独特精神品质”“白色海盐文化，浸

润厚重历史底蕴”“绿色湿地文化，绘就壮美生态画卷”“蓝色海洋文化，汇聚澎湃发展动能”为题，分别进行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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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第一小学举行烈士陵园扫墓仪式，向烈士墓敬献鲜花。铁军娃幼儿园孩子升国旗。

战斗过的热土

就在我们身边

启迪未来的路

新四军纪念馆新四军纪念馆““小小
铁钉铁钉””志愿讲解员为观志愿讲解员为观
众进行义务讲解众进行义务讲解。。

本版图片：记者 张一轩 杨毅 胡国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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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罪证“凯旋纪念杯”。


